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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�要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绿色发展观，既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继承，更是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。论
文首先梳理从“绿色发展”到“绿色发展观”的脉络并阐述绿色发展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、现实与历史意义、经济与哲
学意义、文化与伦理意义；其次从中外传统文化中对绿色发展观追溯了文化渊源；最后从哲学蕴意、绿色经济、绿色生活、
绿色伦理、绿色文化五个方面，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绿色发展观的主要内涵。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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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�引言

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

经济学理论体系，“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、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的资源、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”a。“绿色发

展观”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之一，因此对“绿色发展观”

的研究要善于融通这三大资源。

2�绿色发展观的提出及研究意义

2.1�从“绿色发展”到“绿色发展观”

“绿色发展”是一种以可持续为目标的和谐型经济增长

方式，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融合发展的价值取向。

当今世界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，全球气

a�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。

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，绿色发展几乎已经成

为新世纪全球所有国家的共识。

中国改革开放初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态势，学

术界就开始提倡“绿色发展”。����年，中国共产党的十七

届五中全会强调要贯彻“绿色发展”理念，并且提出了一系

列的政策措施。����年 ��月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《“十三五”

规划的建议》中首次将“绿色发展观”与创新、协调、开放、

共享共同构成新时代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。这就意味着，绿

色发展再也不是随便喊喊的口号，也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问

题，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，是应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

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，是需要全中国人民付诸努力的伟大发

展实践。

“绿色发展观”是紧跟时代发展潮流，以促进人与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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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发展为价值理念，旨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发

展观。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，通过开发绿

色科技与绿色金融支持体系，节约能源使用、降低碳排放量、

减少污染物排放，发展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产业，以实

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。

2.2�“绿色发展观”研究的意义

2.2.1�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

其理论意义在于，绿色发展观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

的生态文明观的基础上，充分吸取并融通“中华民族最基本

的文化基因”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“绿色发展”资源，

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全新的理论元素。

其实践意义在于，绿色发展观要求我们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。

首先，要彻底改变“先发展，后治理”的经济发展模式；其次，

要最优配置各种经济资源，物尽其用；最后，要提倡理性消

费和绿色消费，避免盲从西方不良的消费观念，积极构建幸

福宜居家园。

2.2.2�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

其现实意义在于，在绿色发展观的指导下，落后产能的

淘汰、新技术的使用，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；能源开采

技术和冶炼技术的提升，有利于大大降低资源的浪费，同时

减少对大气和土地生态环境的破坏；天然林资源保护、退耕

还林、退牧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，能够减少土地荒漠化的威胁，

这对中国的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其历史意义在于，绿色发展观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

中的生态理念，又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

学融入了中西方的传统历史智慧，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2.2.3�经济意义与哲学意义

其经济意义在于，当前世界各国纷纷聚焦新产业、新能源、

新技术，将其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，企图占据世界经

济发展制高点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作为全球第

二大经济体，中国必须在发展绿色经济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

点，并引入绿色 *�3核算体系，在资源节约型经济中实现经

济与生态效益最大化。其哲学意义是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，

这就要求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存。恩格斯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，

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

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”a。因此，人类在开发利用

a� 恩格斯：《自然辩证法》，人民出版社 ����年版，第 ��~��页。

自然资源时，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，实现经济效益与

生态效益的统一，这对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具有重要

的哲学意义。

2.2.4�文化意义与伦理意义

其文化意义在于，当今中国受西方“消费主义”文化思

潮的影响，出现了诸如攀比主义、利己主义、享乐主义、拜

金主义等诸多不良观念和消费习惯，对中国传统的“天人合一”

观念形成了严重挑战。绿色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

化中的“和”文化，改变了以往坚持以人为中心为主宰的传

统思想，将使“天人合一”观念逐渐得到恢复。其伦理意义

在于，绿色发展观要求不但要做到“代内公正”，而且要做

到“代际公正”。通俗而言就是，当代人要对子孙后代负责，

不能急功近利而断送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机会。这已成为

中外学者和各国政府的共识，更需要成为全体公民共同遵守

的社会道德规范。

3�文化渊源：中外学者的绿色发展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，既要充分吸取

并融通中国绿色发展传统思想中“最基本的文化基因，”又

要充分吸取并融通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“绿色发展”资源。

3.1�中国文化基因：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发展观

中国自古就有极其深刻的绿色发展观念。“天人合一”

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，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

性的儒、释、道三家均有深刻的阐述。

3.1.1�“天人合一”——儒家文化的根基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b表现

出了孔子对于天的强烈敬畏之情，意识到要遵循万物的规律，

顺应万物的生长。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可循，我们既

不能阻碍他们的发展，更不能使其向反向发展。“尽其心者，

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c孟子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

一性，提倡修身养性、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念，以此达到心、性、

天的和谐统一，因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孟子的

生态观非常超前：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

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d

b� 《论语·阳货篇》，杨伯俊 . 论语译注 [0]. 北京 : 中华书局 ,�
����:���。�

c�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，季羡林 .“天人合一”新解 [-].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,�
�����(�)�。

d�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(宋 )张载.横渠易说·系辞上[0]. 北京 :中华书局,�
����:�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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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鲜明地指出了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，适

时、适度利用自然资源，只有这样，自然资源才能取之不竭，

用之不尽。荀子在“天论篇”中也说，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

各得其养以成。”总而言之，世间万物的和谐相处、统一共

生是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。

3.1.2�“众生平等”——佛家思想的基础

佛家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，一直以一种慈悲为怀的心态

对待万事万物，并逐渐发展出了“不杀生”和放生的观念，

对保护地球上的生命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。佛家虽然囿

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局限性，只把动物划分在生命的范畴，

但是这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、促进生态平衡发展具有不可磨

灭的重要意义。佛教“众生平等”的当代意义还在于，提倡“青

山银山”以及造林、护林、栽花种草的发展实践。佛教寺庙

中通常都是绿树成荫、鸟语花香、环境清幽的人间仙境，不

仅给人以心灵上的净化，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也具有现实意义。

3.1.3�“道法自然”——道家哲学的智慧

《道德经·道经第二十五章》中提出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

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生相伴

关系，主张人应该遵循自然价值，与自然和谐相处，而不能

随心所欲、任意妄为。庄子对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自然观有

所发展，提出“万物一体”思想——世间万物是一个整体，

人们要回归自然，顺应自然，这就是人生“道法自然”的最

高境界。

3.2�西方绿色资源：生态伦理视野中的绿色发展观

在西方国家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：人是

自然界的主人。早在 ��世纪末 ��世纪初，部分欧美的“道

德代理人”就提出了“仁慈主义”的主张，如生态中心主义

和人类中心主义等许多流派都一致认为，动物也同人类一样

享有上天赋予的权利，反对人们对动物的虐待，因为它们都

是权利的主体。杰罗米·边沁甚至还认为，动物同人一样有

自己的感觉，不仅人类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，而且动物也

同样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，因此动物也应该同人一样被尊

重和保护，人类应当从道德上关爱具有肉体感受性的动物。

��世纪始于美国的“原野地运动”使这种观念更加深刻。

/HRSROG提出一种自然资源伦理观，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以一种

自然状态继续存在的权力。亨利·梭罗首次提出人类与自然

是属于统一的“生命共同体”思想。认为人类不仅要对人类

自己给以关怀，而且要对大自然给以充分的关怀。他甚至把

大自然看作是“上帝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”，认为人应该过

一种恬静闲适的生活，而这种生活只有在人与自然“合一”

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。作为梭罗的崇拜者和追随者，英国思

想家亨利·塞尔特认为，动物和人一样都具有上天赋予的生

存权和自由权，他们完全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大家庭里，

并鼓励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和。��年代，挪威哲学家（�UQH�

1DHVV）则要求承认生物圈的生物和非生物都有其内在的平等

权利，非生物的幸福对生物的幸福具有价值。

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一体的，人应当与自然

界和谐共生，而不能随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。“我们连同我

们的血、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，存在于自然界的；我们

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，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，能够

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。”a面对满目疮痍的自然界，马克

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，人类应该正确认

识并利用自然规律。

虽然中西方的著名学者很早就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

色发展理念，但大多都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与意识层面，并没

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付诸实施，以致没有对今天生态环

境的保护起到积极影响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观则

是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，将绿色发展观付诸于战略、

政策与行动，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家园。

4�内涵揭示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

发展观

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观内涵非常丰富，

具有深刻的哲学蕴意，要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和生

活方式，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伦理规范，并自然内化为深入

人心的绿色文化。

4.1�哲学蕴意：绿色发展观成为国民共同的世界观、

人生观和价值观

“绿色发展”内含着深刻的哲学蕴意，是对经济社会发

展本质、规律、趋势的理性把握。“绿色发展”以有效率、

可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，是在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基础

上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创新。习近平同志 ����年提出的“两山

论”，即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既有思想的深刻性，

a�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�卷，人民出版社 ����年版，第 ���页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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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语言的简明性，更充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。他还强调

要“抓好生态文明建设，让天更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，美丽

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，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合。”a

因而，绿色发展观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国民共同的世界观、

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4.2�绿色经济：绿色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

模式���

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

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，”b根据绿色发展观的要

求，政府要以产业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，

发展绿色金融，设立绿色发展基金，以“支持绿色清洁生产，

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，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

体系。”c尤其是制造业要通过供给侧改革，“去产能”，“去

三高”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降低资源损耗，降低污染物排放，

以形成绿色发展的产业体系及生产方式。

4.3�绿色生活：绿色发展观演绎为全体国民的绿色生

活方式

绿色发展观落实到生活方式上，就要践行低碳消费、清

洁消费和健康消费。根据《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》的要求，

为了贯彻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活理念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

好生活的追求，需要培养全体国民低碳与清洁的消费习惯，

享受绿色发展带来的舒适与健康生活。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

崇尚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：“吃”的是不添加防腐剂、没有

化肥和农药的健康食品；“穿”的不是化工原料生产的名牌，

而是穿生态原料的服装；“住”的不是追求欧式化和面积大，

而是追求回归自然的古朴和简洁；“行”的不再单单是开私

家车或打车，而是更多地选择地铁或公交，更要鼓励骑行或

步行的健康出行方式。可见，绿色发展观正在逐步演绎成为

全体国民的生活方式。

4.4�绿色伦理：绿色发展观转化为全人类共同的伦理

规范

近代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，但同时也

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，并造成了大气污染、水土流失、土

地荒漠化、森林锐减、草场退化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

a� ����年 �月习近平主席在四川考察时强调。�

b� ����年 ��月 ��日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
报告。

c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。

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。如果人类不及时悬崖勒马，注重资源

节约和环境保护，早晚有一天，人类将自食恶果，我们赖以

生存的地球家园将不复存在。事实证明，走先污染再治理的

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，要实现永续发展，不把当代人的幸福

建立在下代人的痛苦之上，还子孙后代一个清洁美丽的生存

家园，就要把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，要像保

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，让绿色发展观

转化为全体国民共同的伦理规范。

放眼世界，面对全球性挑战，中国不但提出“一带一路”

倡议，还认真履行南南合作承诺，为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

智慧和中国方案。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庄严地表态：“面向未来，

中国愿同各方一道，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，共筑生态文明之基，

全面落实 ����年议程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，为

建设美丽世界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。”d在国

际舞台上，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，致力于与各国

携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。因而，绿色发展观已经

越出国界，成为面向全球的伦理规范。

4.5�绿色文化：绿色发展观内化为全体国民深入人心

的文化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人类社会对绿色文化有着越来越

深刻的见解。要善于从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绿色

发展观的营养和智慧，吸收借鉴各种优秀生态文明思想成果，

以此推动绿色文化创造性发展，使绿色发展观内化为全体国

民深入人心的文化。

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，绿色发展

的文化早已渗入了我们的骨髓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

行为。当今中国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

的不断提高，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社会主义

生态文明建设愈加迫切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观所内含的绿色文化，代

表了中国人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新高度，体现了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。绿色发展观作为

一种与时俱进的生态文化，正逐渐内化为全体国民深入人心

的文化，对指引人们积极践行尊重自然、保护环境，进行生

态文明建设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深远影响。

d�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向 ����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
致贺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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